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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温 馨 付瑞霞 胡 璐

5月 20日，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

续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习近平主席

向论坛致贺信。与会嘉宾和中外人士表

示，习近平主席贺信充分体现了中国汇聚

各方共识与合力，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

同繁荣的美好世界的信心与决心，为加强

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主席专门向论坛发来贺信，

极大地鼓舞了论坛参与者，为各方在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深入交流、携手合

作注入了强大信心。”哈萨克斯坦驻华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罗光明说，上合组织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连续成功举办充

分表明，无论大国小国，无论处于什么

发展阶段，各国都能在上合组织平台上

围绕发展议题展开建设性探讨，探索出

极具价值的合作模式。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的，消

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

目标。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世界各

国提供了宝贵借鉴。”乌兹别克斯坦就业与

减贫部第一副部长茹拉耶夫赞叹，中国在

减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乌兹别

克斯坦正在实施涵盖 32 个方向的“中国减

贫模式”试点项目，希望通过与中国深化合

作，达成预期目标。 （下转2版）

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习近平主席贺信为上合组织国家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范 雪 杨宝光

“新时代，少先队要高举

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中国少年先

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对新时

代新征程上的少先队寄予无限

期望。

5 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

新时代少先队旗帜鲜明聚焦政

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围绕增

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工作主线，

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听党话、跟

党走，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

因，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2021 年年初，《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

工作的意见》 印发，这是党

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

义发布的少先队工作文件。

在党的关心关怀下，新时代

的星星火炬熠熠生辉，新时

代的少先队员朝气蓬勃。

牢记领袖的殷
殷厚望与谆谆教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对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念兹在兹，每年“六一”国

际儿童节都会给少年儿童送去

节日祝福，每年春天都要和少

先队员们一起植树，外出考察

调研时也会来到孩子们中间，

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

康，多次给少先队员回信鼓励。

2021 年在给江苏省淮安

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回信

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他们结

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

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2023
年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习

近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儿

童应该有志向、有梦想，爱学

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

创新、敢奋斗；2024 年在给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

学学生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孩子们争做爱党爱

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为帮助广大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各地少先队广泛开展“总书记教导记心中”主题实

践活动，带领少先队员聆听总书记的成长经历和治国

理政的故事，寻访总书记的足迹，增进对总书记的崇

敬和爱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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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康乐县八松乡龚庄小学的孩子在活动现场收到爱心

礼物。当日，2025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暨中

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在甘肃省康乐县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现场

启动。在活动现场，46名爱心妈妈与100名留守儿童结对，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与中建集团为甘肃省康乐县、卓尼县、康县捐赠100

余万元用于“春蕾计划”助学等项目。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参加工作 12 年，从菜鸟到冠

军，从业务新兵到技能大师，从学员

到讲师，说起自己从一线工人成长为

劳模工匠的“秘诀”，今年 35岁的张

峰嘉总结为“传承、坚持、认真，在

不断啃‘硬骨头’中提升技能”。

张峰嘉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怀化机务段怀化检修车间电力

机车钳工高级技师。今年五四青年节

前夕，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

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也不

行。”回想起刚入路接触轴承检测工

作时，轴箱静态检测要求每一项数据

都精确到 0.01毫米，张峰嘉就把误差

不超过 0.01毫米作为自己唯一的工作

标准。

不到半年时间，他成为班组业

务骨干，更是练就了一手轴箱轴承

拆解与组装的“绝活”，能将五六十

斤重的轴箱轴承拆装工作从 10 多分

钟压缩到 5 秒内完成，这一技能极

大提高了轴箱轴承静态外观检查

效率。

工作中，他善于观察，勤于思

考，总结出“五多”工作法，多次破

解轴承检测上的疑难杂症。从事轴承

检测的 3年里，实现了工作零差错的

良好业绩。

2015 年 10 月，张峰嘉通过层层

选拔，作为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参加

全国铁路职业技能竞赛，并在高手云

集的赛场上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电力

机车钳工项目全能冠军。

这也是他用每天学习 18个小时、

上下地沟超万次、磨坏 5双皮鞋、手上

磨出厚茧的艰辛努力和付出，收获的

第一颗奋斗“果实”。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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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虽跨越山海，但在 5月 18日举行的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中越大学生

读书分享会上，两国青年学子从这本书

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共鸣。有人读到了理

想信念，有人感悟到“自找苦吃”的奋

斗精神，还有人从“立志要高，起步要

低”的谆谆教诲中明确人生航向，大家

以书为媒，共同汲取前行的力量。

这场以“青春共读、理想同行”为

主题的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中越

大学生读书分享会，在广西大学君武馆

举行。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广西区委主

办，中国 （广西） 国际青年交流学院、

广西大学承办，约 50 名中越两国大学

生参加。

在广西学习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越

南大学生阮文福，时常思考在全球化的

时代，自己该如何承担起建设祖国的历

史使命，做出人生选择。书中，习近平总

书记寄语青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行循自然”这句话，让他找到了答案。

“志存高远，意味着树立远大志

向。”阮文福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青年选择人生方向的最好坐标

系。在全球化的今天，年轻人的职业发

展不能只看薪资，还要考虑如何将个人

的发展融入国家的发展潮流中。

在阮文福看来，各国青年的发展机

遇与挑战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现

在，有很多越南学生选择来华留学，在

中国学习数字经济，然后回国建设电子

商务平台，这些跨文化交流正在重塑年

轻人的道路，“所以在全球化的世界，

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也应超越国界、放眼

世界”。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

2021 级本科生董深从习近平总书记的

寄语中，读出了反思和自省。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嘱咐青年

学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董深反复咀嚼这句话，逐渐意识

到，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不能只低头盯

着扣子，也要时常眺望远方。在快节奏

的生活里，不少同学将目光锚定在眼前

的分数排名、绩效指标，却忽视了生命

成长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对真理的热

忱探索、对他人的共情善意、对社会的

责任担当。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鼓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贡献青春力量。如今，青年的价值选择

早已超越个人范畴，当我们将个人理想

锚定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大舞台

上，人生的扣子便有了永恒的意义。”

董深说。

从越南来华、学习汉语言专业的大

学生阮氏明凤从书中汲取了“自找苦

吃”的奋斗动力。 （下转2版）

以书为媒跨越山海 以志为帆共赴征程
——在习近平总书记寄语中寻找青春答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见习记者 邹竣麒 通讯员 蒋 喆

不久前，军事科学院某部一处试验现场，

某科研设施正在高速运行。测控间内，研究员

陈振华与团队成员紧盯屏幕上的参数，不

断地对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提取关键信息。

陈振华所在的研究室主要从事某类科

研设施设计建设。多年来，陈振华在岗位上

默默无闻、潜心研究，先后参与或领衔 10
余项科研设施的设计建设，从一名普通科

研人员成长为创新发展的中坚人才，为强

军兴军贡献力量。

“这是值得奋斗一生的事业。”1991
年，陈振华硕士毕业，毅然选择走向大山深

处，怀揣着科技报国的坚定信念，投身科研

设施设计建设事业。

“刚来时，作为团队新人的我感到前所未

有的压力。”前不久，在单位举行的一场教育活

动中，陈振华带着团队的年轻人，回到自己入

职之初的工作地点，面对大家的提问，他回

忆起了自己崭露头角的“第一仗”，然后说：

“只要肯努力，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

当时，他和团队受命攻克一项科研设

施重要组件的设计研制难关，该设施凝聚

了几代设计人员的心血和汗水，除他所学

习的机械制造专业外，还涉及几十个其他

学科专业，这让年轻的陈振华深感责任重

大。他不敢有一丝懈怠，认真钻研并经过反

复试验、比较、优化，他和团队最终拿出了

便捷、高效的设计成果，成为该工程的一大

亮点，他也因此荣立二等功。

“每一步都稳扎稳打，最后不会出什么大

岔子。”陈振华调侃自己是机械制造专业毕业

的，做事也比较“机械”。参加工作以来，他一

步一个脚印积累知识、摸索经验。后来，随着

若干科研设施上马，陈振华凭借深厚扎实的

专业积累在工作中勇挑大梁，在科研实践中

锤炼自己，无论是复杂的技术难题还是跨领

域的协作攻关，都能从容应对，他在多项重大

任务中贡献突出，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5 项，荣立二等

功两次、三等功 1次。 （下转2版）

争做强军路上的科研先锋
——记军事科学院某部研究员陈振华

陈振华在科研一线。 彭建辉/摄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初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

南考察调研。

居中国之“中”，跃黄河、依秦岭、

临太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

省……时间将河南的书页延展得很

长，等待赓续的书页正徐徐铺展。

中国对于历史的理解，总书记曾

深刻指出：“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大历史观里的一域一隅，深深浅

浅地镌刻下大党大国的行进足迹。河

南之行，两天时间观感深刻。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说：

“中部地区，怎样崛起？黄河流域，

怎样高质量发展？把历史视角、战略思

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七十多年的跋涉
“这条路是走对了”

5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该公司前身为“一五”期间建成的洛

阳轴承厂。1954年，田野里，洛轴立起第

一根测标。那是新中国向着工业化梦想

进发的最初岁月。“一五”时期我国的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有 7 个布局在洛

阳，除了洛轴，还有矿山机械厂、耐火材

料厂、拖拉机制造厂等，总书记对此了如

指掌。

这些企业伴着共和国的发展一路向

前，有过辉煌，跌过跟头，几经探索。轴

承，工业的“关节”。“挺起民族轴承工

业的脊梁”，洛轴的誓言里刻着拼搏和

壮志。

展台上，有以毫米计的精细件，也有

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盾构机的大块头；生

产线上，智能机械臂正精细作业，各项参

数实时显示。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察看，不

时驻足询问，详细了解洛轴的改革发展

之路。目光所及，心中所思，新中国在工

业化之路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印记、淬火

成钢的荣光扑面而来。

忆起“过去的洋火、洋皂、洋铁等靠

买进来”，感慨“一穷二白的中国，156个
项目开始了工业建设”，赞叹“我们奋发

图强，靠自己的力量，搞起‘两弹一星’”，

进而谈到“今天我们成为工业门类最齐

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话语间有沧

桑，更有豪情。

历史的变迁，国际的对比，让一个结

论无比清晰。总书记坚定地说：“我们坚

持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靠自己的力

量发展工业、制造业，这条路是走对了！”

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中国是否要坚持发展制造业？党中央

态度坚定，“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

造业”。卓越的战略眼光，引领着 14亿多人

口的大国持之以恒布局发力，换来的是

“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一步步夯实。

洛轴的跨越，正是一个观察样本。企

业负责人告诉总书记，10 多年前，高端

轴承还“摸不着”，近年来，得益于技术升

级，产品工艺水平明显提升。去年，高端

轴承产值已经占到企业总产值的七成。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制造业

的跃迁，靠的是什么？

一个答案，是科技赋能。

征途未有穷期。创新链和产业链衔

接，从“造得出”到“造得精”、由“大”转

“强”，每一步攀登，都有科技的支撑。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感触很深。

“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

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

子。”这句话，讲的是方向。

“遭遇‘卡脖子’，倒逼我们自己

干，反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句

话，论的是精神。

创新，势必遇荆棘、激流、险滩。

唯有认准了方向，秉持一往无前的勇

毅、愈挫愈勇的坚韧，方能迎风破浪向

前进。 （下转3版）

“把历史视角、战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考察纪实


